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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

198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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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是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

会，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出版“地名志"的指示，由呼和浩特市地名

志编辑委员会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和自治区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

的指示，于1981年2月至1 982年5月对全市地名进行了普查。这是建国

以来最广泛而深入的一次普查，基本上查清了呼和浩特地区各类地名

的现状、历史及其变化发展的情况；并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

和有关地名工作的政策规定，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为了体现

自治区首府的特点，以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昭乌达、

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鄂尔多斯)、巴彦淖尔、阿拉善九盟

的名称，命名了呼和浩特市的九条主要街道。各项成果经自治区地名

领导小组验收合格。

呼和浩特地名志是《内蒙古地名志》全书的第一分册，也是呼和浩

特市第一部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和一部比较完整的地名资料书。它包

括呼和浩特市地区城乡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其行政区划顺序，

市内各区、街、路、巷，各旗县区、，乡、村民委员会及自然村，原则上

按地名普查分类编号排列的。其它各类名称：企业事单位、人工建筑

物、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的名称选择了主要的，具有代

表性的，同时编制了各类地图和标准地名图以及图片等，以利一览全

貌。



本分册共收录地名1，763条，其中汉语地名1，282条，占地名总条

数的72．71％；蒙古语地名425条，占地名总条数的24．10％，藏语地名

38条，占总条数2．15％，满语地名17条，占地名总条数的O．96％；语

种不清的1条。

呼和浩特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劳动，生息和

繁衍的地区，因而形成了多种民族语种的地名。又由于蒙古民族在这

个地区活动的历史较长，因而蒙古语历史地名较多，这是呼市地区地

名的一个基本特点。

本分册的统计数字系呼和浩特市统计局公布的1981年度数字。其

中，人口数是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

．本分册的地图是按现行行政管辖范围编制的，其行政界线，不作

划界依据，仅供参考。

由于呼和浩特市地区历史悠久，普查时间较短，部分地名的来历、

更替、含义及语种尚未查清，特别是我们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

所难免，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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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行呼和浩特市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委，办，局，旗，县，区，行，社：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发(1979)

305]精神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
；

、

对我市的自然村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城镇街道等地名，进行了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处理，并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现将标准地

。名公布施行。已公布的标准地名，后今一律不准随意改名。希各旗，

县、区人民政府严格执行。

特止匕通矢口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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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概况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位居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北枕巍峨的大青山，与乌兰察布盟的

武川县交界；南濒滔滔的黄河，与鄂尔多斯高原隔河相望；东依蛮汉

山，与乌盟的卓资县，凉城县及和林格尔县毗连；西与包头市的土默

特右旗接壤。城乡总面积为6，174平方公里。

呼和浩特地区自然地形是东北高，西南低的倾斜平原。横卧北部

的大青山和东部连绵起伏的蛮汗山及南边的缘胡山形成“马蹄’’形，

环山抱水，围绕千里。呼和浩特市就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平原上二

这个平原是由黄河、大黑河、什拉乌素河的水系形成的冲积、洪

积、沉积平原。在地理上称为“前套平原”，也称“土默川平原”，

今称呼和浩特平原。在历史上曾经是北方许多游牧民族繁衍之地。境
内山区海拔最高2，248米，平原区海拔在1，OOO米左右。

大青山的主要沟谷有奎素沟、小井沟、哈喇沁沟、红山口沟、坝

口子沟、乌素图沟、霍寨沟、东白石头沟、水磨沟、黑牛沟、万家沟

和西白石头等。水磨沟、坝口子沟、小井沟是通往武川县与后山地区

的重要山口。

主要河流湖泊有：大黑河、小黑河、什拉乌素后河、枪盘河(水

磨沟河)、哈素海。这些河湖之水流归大黑河内。在高峰时期最大的

流量每秒为2，000立方米左右。一般流量每秒在150到200立方米。河水

出土默特左旗本滩以后，流经托克托县沙拉湖滩，向西注入黄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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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河流域土壤肥沃，地形平坦，灌渠纵横交错成网，是郊区、

土默特左旗和托克托县捉田灌溉的主要水利资源。黄河由宁夏银川东

北入我区境内，河水循着土默特左旗的枳机梁，哈素、善岱乡南部和

托县中滩乡、燕山营乡流入清水河县境。黄河在土左旗和托县、和托

县灌溉面积有44．9万亩，占水浇地面积40％，是呼市地区发展农牧业

生产的重要水利条件。

呼和浩特地区的气候，属大陆性气候。初霜期来临较早，终霜期

亦晚，无霜期130天。冬季气候占五个月左右，春秋季节很短，昼夜温

差变化很大，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之说。年平均温度为零

下5．6度，最低温度为零下32．8度。最大冰冻深度为1．2米，最大积雪

厚度30厘米o 7月份最热，最高温度为37．3度。全年的主要风向是西北

风，风向频率为35％o年平均风速每秒为2．6米。全年平均风速大于或

等于八级风日有60天左右。最大的西北风速每秒36米，夏季多西南

风。静风日有100天左右。冬季和春季多风少雪，常受到西伯利亚和蒙

古高原寒潮大风降温的袭击。大风掠过后，气温急剧下降，有时形成

灾害。这是呼和浩特地区气候的一大特征。

全年降雨量为400毫升左右，春季少雨多旱。雨量主要集中7、8月

份，日最大降雨量211毫升。据历史记载，于1773年．．1929年和1959年

曾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洪水，冲毁了新城部分北城墙，旧城北门外大片

的居民房室、古建筑物庆凯桥(俗称牛桥)以及郊区的部分捉田，村

庄。

地震基本裂度国家暂定为八度o

初步探明这个地区矿产资源有：金、铜、石墨、云母、石棉，沸

石，珍珠岩，石灰石，煤炭等。这些中小型矿已在开采。还有粘土， ：

短砂、砖、瓦、石等地方建筑原材料，储量多、质量好、运距近，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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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的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呼和浩特市辖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郊区、土默特左旗、托

克托县6个旗、县、区。市内三区下设街道办事处19个，居民委员会

264个，农村设有乡镇46个，村民委员会672个，自然村1，132个。城镇

共有大小街巷431条。呼和浩特市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

民族聚居城市，有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等34个民族，共299，093

户，1，200，469人。其中：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人口123，828

人，占城乡总人口的10．3％，蒙古族有84，292人，占总人口的7．02％，

占少数民族人口的68％o

呼和浩特市原有的城市格局，是由明代的旧城，清代的新城，民

国初期的火车站三个居民点组成的，中间为空旷的沼泽荒滩，城市面

积仪有9平方公里，人口11．8万人，工业寥寥无几，商业萧条。市政工

程简陋，经济文化很落后，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

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市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使呼和浩特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建筑面积已扩展到53平方公里，为解放

前的6倍。城市人口达到48．6万人，比解放前增加了3倍多。各类房屋竣

工面积700万平方米，等于解放前五个呼和浩特。特别是工业交通、农

牧林业，文教卫生、城市建设等各项事业成百倍的增长。呼和浩特原

来是街道破烂不堪，荒滩草地，今禾是道路纵横，楼峰林立，绿树成

荫，欣欣向荣。抚今追惜，呼和浩特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是

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

在市区有一座造型新颖，洁白如玉，庄重肃穆的博物馆，巍然屹

立在新华大街与中山路的交汇处。馆顶上的白马昂首凌空腾飞，气势

跃然，显示出呼和浩特市民族城市的风貌。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市区形成了以新华大街与锡林郭勒路为纵

横轴线道路网。新建了锡林郭勒路，开拓了中山路，拓宽了旧城大北街，

改造了火车站等大街小巷的道路320条，完成各种道路的总长度达1 92

公里，铺路面积达190万平方米，此解放前分别增加了1·6和6倍多。并

建成钢筋混凝土大桥三座、立体交叉桥一座。主要街道宽阔，路面平

整，市容整洁，交通便利，基本上可适应城市交通运输的需要。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那种“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电灯不明，‘道路不

平”脏乱臭的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改变o
’

自来水是现代城市的主要设施。我市从1958年开始新建自来水工

程，建成了配水厂6个，补给水站二处，打深井60多眼，铺设各种输水

管道122．8公里，新增供水能力13万吨。保证了工业用水，70％以上的居

民吃上了自来水。在全市铺设了排水管道140公里，日排污水量达13万

吨左右，居民区的污水及时得到排除。

解放前，呼和浩特虽有“八景"之一的“柳城荫绿"景色，但
、

在新旧城之问，、仅有一些枯萎的杨柳。今天， “柳城荫绿"已经成为

现实，，解放以来，城市绿化美化取得了巨大成绩。首先在市区的北郊

营造了一条长6，500米，宽210米的防护林带。从1958年开始扩建了人

民公园，后又新建成满都海公园及小游园5处，成了广大群众娱乐活动

的主要场所，在市区内主要街道两侧栽植了大量的行道树和花草。现

在呼和浩特主要街道上青松苍翠，垂柳拂面，楼峰在林海中荡漾。全

市现有各种树木160万株，城市绿化面积达369公顷，绿化复盖率为20

％左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党和政府号召人民

群众种树、种花、种草，使呼和浩特的城市绿化工作，正向绿化，美

化、香化的方向发展。它将使呼和浩特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为全市

各族人民创造出一个优美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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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县城镇发辰很快。土默特左旗驻地察素齐，原是一是通普的小

村镇，现已建成一个有2万余人口的城镇。开辟了新的街道，兴建了化

肥厂、水泥厂，酒厂等工业企业，商店满街，集市繁荣。

托克托县原是一座古老的县城，地形低洼，县城狭小o 1973年县

政府迁到南坪公社，建成新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开辟了新的街道，

安排了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和职工住宅建设。现在新区基本建成、

县委，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和县政协均在新区办公。

解放前，呼和浩特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电灯公司，面粉厂．．

油厂，酱油厂，毛织厂‘’甘草膏厂、，铁工厂和砖瓦厂9家，产业工人仅

有670人，工业总产值只有41 4万元。另有136家小手工业，年产值只有

1 1 4万元。这些小工业的特点是设备简陋，生产规模小，效率很低，只

能进行简单生产o 。

．

解放后，新建了糖厂、电机厂、呼钢、机床厂、焦化厂、电厂、

化工厂、水泥厂、毛纺厂、卷烟厂、电视机厂等1700多家工业企业。在

市区的东、南、西、北厂房矗立，初步形成四个工业区。主要产品有：

钢材、焦炭、电力、电缆、．电器产品、电视机、电影制片、化肥、塑

料制品、毛线、毛呢、针织品、地毯、提花毯、蒙古靴等皮革制品、

民族用品、香烟、名酒、乳制品、白糖等工业产品o 1981年工业总产

值8．6亿元，其中：’纺织、缝纫、皮革工业产值2．68亿元，占工业总产

值的33．4％，此1980年增长29．4％，比解放前增加200多倍。为我市工

业发展创建出一个良好的基础。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指导下，对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毛纺工业、民族用品工业采

取了优先发展的积极措施，使其成为我国重要的毛纺工业基地。精纺

毛制品，提花毯等产品，远销世界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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